
■杨晓东

近日，国家煤监局、人社部、国家能源
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煤矿劳动用工促进煤矿安
全生产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规范煤矿井
下工作时间，取消夜班，提高工资待遇。

对煤矿从业人员而言， 提高工资待
遇、 规范工作时间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多
年来曾多次被提起过， 但大多留在纸上，
并没有真正落地。

先说工资待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煤矿工人的工资标准当时定在各行业的
第一位，奉献精神和荣誉感都很强，形成
了特有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
子孙”的主人翁精神。 但如今，有些煤矿工
人的工资水平一落千丈。 以河南能源集团
新义矿业为例，现在井下一线工人的人均

月工资为 6500 元左右， 地面单位的人均
月工资不到 3000 元，有的工人成了“啃老
族”。 原来煤矿“三供一业”由企业负担，职
工支付的相应费用较低，现在“三供一业”
移交地方，企业没有补贴了，无形中增加
了矿工的生活成本。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04 年出台的《关于长期从事煤炭事业职
工荣誉制度暂行办法》规定，在煤炭行业
工作男满 30 年、女满 25 年的由所在单位
发放一次性荣誉金，标准是所在单位上年
度职工平均月工资水平。 笔者已在煤矿工
作 36 年， 拿到的荣誉金不到 4000 元，煤
矿工人工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工作时间。新义矿业投产不到 10
年，井下生产战线较短，以早 8 点班为例，
工人早上 5 点起床洗漱吃饭，早上 6 点开
班前会，然后陆续下井，在井下干 8 个小
时，下午 4 点后才能陆续升井，洗完澡就

到下午 5 点左右，12 个小时就过去了。 如
果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还可能会延点，工作
时间就更长了。 那些开采几十年的老矿
井，生产战线较长，有的井下运输大巷超
过 10 公里，井下作业时间也随之延长。

此外，工人要参加各种会议、学习、培
训、考试等，再加上处理家事，还能剩多少
正常休息时间？ 井下工作苦脏累险不见天
日， 工人又长期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之下，
加上噪声、粉尘等影响，可谓身心疲惫。 工
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偏低，生活环境艰
苦，劳动时间超长，连节假日休息都是奢
望。 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到煤矿
工作，何谈规范用工管理？

煤矿企业一线严重缺员和招工难的问
题多年前就凸显出来了， 近几年愈发严重。
一方面是招不来新工人，队伍老龄化矛盾越
来越突出， 另一方面技术人才严重流失，甚

至队长、矿长跳槽也越来越多。 以新义矿业
为例，该矿目前在册职工 1876人，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只有 555 人，占比不到 30%，采煤、
掘进等井下生产一线职工共有 552人，年龄
在 35岁以下的只有 110 人，占比不到 20%，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出勤率不高，属于长期
旷工或请病假的低效人员。该矿曾到豫西山
区贫困农村招工，当地人听说要下井称“再
高的工资也不干”，半个月没招到一个人。 今
年初，新义矿业变招工为招生，好不容易招
来 20人，目前只剩下 5人。

因此， 对煤矿从业人员提高工资待
遇、规范工作时间已是当务之急，必须真
正重视起来，要真正落实，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让煤矿工人能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否则文件发得再多，口号喊得再
响， 也只能让矿工望梅止渴， 画饼充饥。

（作者供职于河南能源集团）

一家之言

好政策关键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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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分质，“吃干榨净”低阶煤
■本报记者 朱妍

内蒙古：原则上
不再新建露天煤矿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为加快
推动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将内蒙古建
成国家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 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就《关于促进全区煤炭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 公开征求意见， 提出建设供应保
障升级版、走出绿色发展新路径、打造
智能煤矿新样板、 培育清洁高效增长
极、提升煤炭品牌影响力、唱响文明和
谐主旋律、守好安全生产责任田等重点
任务。

《意见》强调，要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 优化结构、 集约集聚， 创新驱
动 、提质增效 ，安全稳定 、文明和谐为
基本原则 ， 努力走出一条以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煤炭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

为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意见》
提出，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消费
需求，统筹煤炭资源赋存条件、生态环
境承载力，内蒙古将优化提升鄂尔多斯
煤炭产能，严格控制乌海、棋盘井、阿拉
善等地区焦煤等稀有煤种产能，“十四
五”期间，全区煤炭产能动态稳定在 13
亿吨左右。

与此同时，《意见》要求优化开发布
局，统筹资源禀赋、先进产能建设、环境
容量等，在鄂尔多斯等地新建一批现代
化大型矿井，科学释放优质产能。 严格
新建煤矿准入，原则上不再新建露天煤
矿，严格控制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
煤矿，新建井工煤矿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300 万吨/年，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发
展方式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 并发展煤炭绿色物流，完善区内
铁路路网规划，提升蒙冀、浩吉、准朔、
集通等干线运输能力，加强矿区、园区
集疏运系统智能化建设， 加快物联网、
移动互联等先进技术在煤炭物流领域
的应用，构建覆盖全区的现代煤炭绿色
智慧物流网络。 此外，还将建立煤炭应
急储备体系，蒙东地区建设应急产能储
备基地，蒙西地区严格执行国家电煤最
低库存制度。

根据《意见》，下一步，内蒙古将落
实最严格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
蒙东地区草原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 ，
已 经 批 准 在 建 运 营 的 煤 矿 不 扩 井
（矿 ）田范围 、不扩能技改 、不核增产
能 、 不由井工开采变更露天开采 ，到
期退出。 同时，推进资源开发与生态环
境保护融合发展。 建设绿色矿山，新建
煤矿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生产
煤矿限期达标 ，2025 年全面建成绿色
煤矿。 此外，将建立关闭煤矿生态修复
机制， 严格矿山环境 （含地质环境）治
理与保护，全面修复矿山生态；发挥矿
区土地、厂房、资源等优势，引导、鼓励
企业和社会各界开展矿山生态修复与
产业转型。

此外，《意见》还指出，内蒙古将实施
集聚集约发展、生态融合示范、智慧产业
示范、清洁高效利用、蒙煤品牌创建、人
员素质提升及龙头企业培育等工程。

预测储量高达我国煤炭资源
总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却因煤化
程度低，不宜直接燃烧和远距离
运输，利用不当还易造成严重的
环境污染———能否用好低阶煤，
事关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也
是涉及环境保护的重要问题，正
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 ，临
近 “十三五 ”末 ，多项低阶煤清

洁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取得实质
性突破 ， 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示
范阶段 。 根据自身结构和理化
特性 ， 通过以热解为龙头的梯
级利用方式 ， 原本固态的低阶
煤可转化为气 、液 、固三种不同
形态 ，进而再加工获得气 、电 、
油 及 清 洁 燃 料 等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十四五 ” 期间有望实现大
规模推广应用。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发展起步晚、技
术难度大 ，低阶煤应用尚面临不少难题 。 在
“十三五 ”规划的 5 个国家级示范项目中 ，陕
煤化榆林 1500 万吨/年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
化等进展顺利 ，但也有项目无奈退出规划或
推迟进度。

“虽然同为低阶煤，但因分布地区不同，特
性、档次及用途等也有不同。 为此，亟需对全国
低阶煤资源进行摸底分类，在此基础上建设分
质利用资源体系、学科体系，完善分级分质利
用产业发展体系，系统规划工程设计、装备研
发制造、 工程建设、 标准建设及市场培育体
系。 ”上述专家表示，与发电、化工产业融合发
展是下一步的方向所在，例如对现有低阶煤发
电厂进行热解发电耦合改造、加快热解与天然

气、氢能生产一体化实施步伐等。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李志坚也

称，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需要根据煤炭资源特
点进行适度布局。 在研发新一代热解技术的同
时，建议关注热解与气化、燃烧的有机集成，半
焦应用拓展及示范推广，油、气、化、电多联产
的低阶煤分质利用工业化示范等重点方向。

“由于涉及的产业链长 、产品范围广 ，煤
炭 、发电 、化工等产业又分属不同主管部门 ，
建议由一个部门牵头 、多部门参与 ，提高项
目审批和建设的效率。 ”尚建选表示，只有打
破行业界限 ，将分级分质利用关键核心技术
应用于高端化工材料 、 冶金等相关行业 ，才
能形成一体化协同发展 ，真正达到煤炭资源
的综合高效利用。

既要将资源“吃干榨净”，又要实现清洁高
效利用，质量偏低的低阶煤能否做到？ 多位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燃烧是低阶煤应用的关键环
节，但传统直接燃烧方式只利用其热值及部分
组分，造成大量浪费。 目前，以热解技术为龙头
进行梯级利用，被业内普遍认为是一条更高效
的途径。

尚建选表示， 根据低阶煤结构及理化特
性，可选用中低温热解为核心的分级分质利用
方式 ，将其转化为煤气 、煤焦油 、半焦三种物
质，相当于由固体的煤获得气、液、固三种能源
形式。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加工生产洁净燃
料、特种油品、化工品等产品。 “不同于液化、气
化等工艺， 热解是一个相对缓和的反应过程，
既能避免对煤炭分子过度拆分，还能最大程度
利用煤的分子结构特点。 从能量利用角度，热

解还增加了化学能的多级、 多层次转化利用，
可提升煤炭利用的整体能效。 ”

“表面上看 ，热解仅是一个热加工过程 ，
实际在常压下就能得到煤气 、焦油等 ，不需
要加氢加氧。 因此，热解提质可完成物质、能
量的梯级利用 ，能源利用效率更高 、环境污
染更少。 ”一位资深专家向记者透露，经过 10
余年探索 ，国家重点研发的煤热解共性关键
技术已取得多项突破 ，低阶煤分质利用正处
于大型工业化示范阶段 ，“十四五 ”期间有望
进入推广应用期。

“以目前年产量 20 多亿吨计算，若能就地
分质转化一半，即可生产 2 亿吨油气，缓解油
气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 同时获得 6 亿吨洁净
散烧燃料， 可供给中东部民用锅炉和工业窑
炉，用于缓解当地污染。 ”尚建选称。

煤阶代表着煤的成熟度 。
根据埋藏深度不同 ， 煤炭资源
的煤化程度也有不同 。 生成时
间较短 、 煤层相对较薄的低阶
煤 ，就是一种比较 “年轻 ”的煤 ，
硬度不高 、发热量低 ，且具有低
灰 、低硫 、高挥发分 、高活性及
易燃易碎等特点 。 其直接燃烧
的热效率低 ， 还排放大量粉尘
等污染物 ， 对环境的影响较其
他煤种更大。

尽管煤质欠佳， 低阶煤的储
量却不容小觑。 煤炭地质总局第
三次全国煤田预测显示， 我国垂
深 2000 米以浅的低阶煤资源量
为 26118.16 亿吨，占全国煤炭资
源总预测储量的 57.38%。 据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副总经理尚建选介
绍，低阶煤主要分布在陕西、内蒙
古 、新疆等西部地区 ，截至 2019
年， 产量已占到全国煤炭总产量
的 55%以上。“随着煤炭主产区西

移，‘十四五’ 期间低阶煤产量将
继续增加。 ”

也正因此， 低阶煤的开发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煤炭深加工
产业示范 “十三五 ”规划 》提出 ，
“对成煤期晚、 挥发分含量高、反
应活性高的煤进行分质利用，通
过油品、天然气、化学品和电力的
联产， 实现煤炭使用价值和经济
价值的最大化”。 《能源技术革命
创新行动（2016-2030）》也将“开
发百万吨/年低阶煤热解、油化电
联产等示范工程” 列为重点研究
对象， 要求加强煤炭分级分质转
化技术创新。

“若能通过联产及多项煤
炭 转 化 及 深 加 工 技 术 集 成 优
化 ，实现低阶煤清洁高效利用 ，
可提高煤炭转化效率 ， 降低产
品 生 产 成 本 ， 对 环 境 也 更 友
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对
此表示。

煤质欠佳，
但占据煤炭资源半壁江山

梯级利用，高效热解技术实现清洁燃烧

打破界限，与发电、化工等行业耦合发展

山东：原煤入选率
年内提升至 80%以上

本报讯 山东省日前印发 《关于进
一步推进全省煤炭洗选工作的通知 》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加快现有煤矿
选煤厂技术改造，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
用，确保今年年底，全省原煤入选率提
升至 80%以上。

《通知 》提出 ，加大选煤厂技术改
造力度。 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我国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介选煤 、跳汰选
煤 、浮选 、粗煤泥分选及干法选煤等
技术工艺 ，采用技术先进 、性能可靠 、
经济适用 、 节能环保的洗选工艺设
备 。 实施老旧选煤厂技术更新改造 。
同时 ，采用自动化控制和信息化管理
等手段，提高选煤厂自动化水平。

《通知》强调，加快选煤厂智能化建
设。 有条件的大型煤矿企业要积极推广
智能化洗选加工系统， 实现智能化分
选，提高分选精度及系统运行效率。 提
倡推广智能干选技术、 粗煤泥分选工
艺、产品降水、精煤均质等先进技术及
设备，提高分选效率及装备水平，降低
职工劳动强度。

根据 《通知 》，提高新建选煤厂建
设标准 。 大中型煤矿建设要与选煤
厂建设统一规划 、配套建设 、同步投
产 。 新建煤矿必须同步建设配套煤
炭洗选设施 ， 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
技术 、 先进设计理念 、 先进选煤方
法 、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 ，积极推进
大型现代化选煤厂建设 ， 提高运行
管理水平 。

山东省要求，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和
责任考核，确保按时完成煤炭洗选加工
目标任务；强化监督管理，建立全省煤
炭洗选加工工作月调度制度；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 （高文静）

为进一步提升
机电从业人员的业
务素质和设备管理
水平 ，10 月 19 日 ，
黄陵矿 业 组 织 480
名井下检修电工进
行机电基础知识专
项培训，培训内容为
井下电气设备接地
保护规定和井下电
气设备失爆判定标
准，分实操和理论两
个场地。 图为：电气
设备失爆判定标准
实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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